
提    要

雲間李雯一直是文學史上失落的一塊文人拼圖。這很可能是因為李雯所成就

的文學高度，以及他所帶來的文學影響並不如陳子龍的緣故。然而李雯的人格與

詩格，都有他悲劇的可看性與可寫性。是以應當被後人所極力發掘，並對其有著

更完整的認識才對。因此本文就李雯的詩詞作為研究對象，並以清順治十四年石

維崑刻本為核心文本，藉此歸納與考訂李雯身處的時代與生平之間的種種牽連。

此外，本文更統計、校點與輸入李雯現存的所有詩詞，並試圖從明清易代複雜的

歷史背景，論證了在這亂世當中，文人不可抗逆以及無以自持的焦慮與無奈。再來，

本文也從李雯的身世與心路歷程裏，梳理他的生卒年與籍貫地，並整合李雯的家

世背景，見證李雯本身心理期待的內外養成。進而再次追述李雯一生遭際的不幸，

藉此了解時人對其屈身仕清的諒解所在。最後本文更從李雯的詩詞作品當中，闡

述他依循陳子龍復古主義的積極性，並從他的擬古詩、他對於社會的關懷、他詩

詞題材與意象的操作，以及他自負與自卑──自我認同的心理變化，看出更多前

人所容易忽視的，李雯及其詩詞所呈現出來的多元一面。基於文學即是人學的概

念，研究李雯的一生及其創作應能填補與拼湊更多明清文學發展的其中一環。從

而讓我們或能具體把握明清易代之際，文學群體間的交際與影響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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